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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景观规划设计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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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城市景观的构成要素与类型的基础上 , 提出城市景观规划设计的内容与基本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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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风貌是一个城市的物质环境与社会生活的外在表现形态 , 它可以反映出一个城市

特有的景观 ,表达城市的气质和性格 ,同时体现出市民的精神面貌与素质。城市作为物质载

体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环境 , 同时又以其具体的形象在精神上长久地影响着生活

在其中的每一个人。一个富有特色、充满生机的城市能够使市民感到舒适与愉悦 ,唤起他们

对生活在该城中的自豪感 ,从而增强城市的社会凝聚力。

自 80 年代开始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活动 , 在短短的十几年中 , 随着旧城

改造与新城开发建设 ,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然而由于缺少对当地自然

与人文资源的重视以及对城市整体环境的把握 ,加上建筑风格的趋同 ,造成了全国各地城市

面貌千篇一律的现象 ,出现“城市特色危机”。

随着经济的发展 , 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 人们对空间环境的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 , 城市景观问题在许多城市已开始得到重视 , 从城市风貌规划的编制到管理细则的落实 ,

从城标的选择到市树、市花的确定 ,从城市广场的兴建到步行商业街区的设立 ,城市面貌正

在发生质的变化。

城市景观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列工程 , 既涉及规划设计又包含法规管理。在城市快速

发展的今天 ,吸取和借鉴国外在城市景观设计方面的先进经验 ,总结国内城市建设所取得的

成就与经验教训 , 对促进我国城市环境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就城市景观的构

成与内涵 ,规划设计的内容与原则作一个初步探讨 ,以为将来的深入研究打下一定基础。

1 城市景观的构成

景观是由实质元素的品质、尺度、规模、颜色、形式等与当地活动所交织成的表征。景象

是由客观存在的‘景物’(形、色、质)与作为审美主体的‘观察者’之间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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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视角等条件下的视觉信息传递与感知所产生的。通常按景观的组成内容可分为自然景

观、人工景观及人文景观三大类。在大自然中人们观察到的是以山川河湖、动植物及天象等

要素构成的自然景观 ,城市景观则是指在城市及其周边人们所观察到的由自然、人工及人文

三要素所复合而成的环境风貌。每个城市由于其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

背景的差异以及人们风俗习惯的不同而展现出各自的风貌特色 , 但其景观构成均表现为各

种静态的实质形体空间和活动于其中人与物体的共演。城市景观的构成要素可分为:

1. 1 自然要素
地形地貌、山岳、江河湖海池、树木、绿地等 ;自然要素构成城市的原生景观而赋予城市

最基本的特色。

1. 2 人工要素
各类建筑物、构筑物 (电视塔、水塔、烟囱等) 、道路、桥梁、街道、广场以及依附于其中的

环境设施如坐椅、花坛、喷泉、雕塑、广告标识等 ;人工要素构成城市的次生景观 ,是城市景观

的主要构形元素。

1. 3 动态要素
各类车船飞机、生物 (如鸽子、鸟类) 、活动中的人们等 ; 城市空间是人们生活活动的舞

台 ,在这里表现出市民的生活习俗风貌。人的活动分为实用活动与休闲活动两大类 ,前者包

括各种体力与脑力活动 ,后者如散步、坐息、聊天、下棋、晨练(跑步、打太极拳、练气功)等 ,这

些日常的活动构成城市中变化生动的景观基调 ,而节日庆典 (如国庆节、圣诞节、狂欢节、泼

水节等)中的各种活动则构成城市的特色景观。

另外影响城市景观构成的还有时间 (春夏秋冬、早中晚夜) 、天象 (日出日落、雨雪雾

霭) 、水文等因素 ,由此而形成了城市的冬景、夏景、雨景、雪景、夜景等等变化。

2 城市景观分类

城市景观分类的目的在于认识城市景观的不同特性 ,从而把握形成其特性的相关因素 ,

以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城市空间环境。不同的思考方式对应不同的分类方法。

凯文 ·林奇在对美国几个城市进行认知调查的基础上 ,根据人们对城市的意象 ,归结出

城市形象的五个要素 , 即 : 道路 ( Paths) ; 边沿 ( Edges) ; 区域 (Districts) ; 结点 (Nodes) ; 标志

(Landmarks) 。

城市按土地使用情况可分为公园绿地、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等区域 ,按地理位置又可

分为滨水区与山峦区 ,市中区与市郊区等地段 ,各个区段空间由于其自然环境与人工设施性

质不同 , 以及由此生产的各种活动构成了各自不同的景观特色。根据景观的形态和内涵的

价值标准可分为特色景观与普通景观 ,特色景观以其独有的自然、历史、审美价值而突显出

来成为焦点景观 ,普通景观则构成城市的背景。

按观察者所在的位置与景物之间的距离可分为远景 ( 200 m) 、中景 ( 70～100 m) 、近

景 (6 m)等三个层次。在城市外围远眺或登高俯瞰可以观察到城市的全景。

按观察者本人的观察方式可分为 : 动态景观与静态景观。观察者在一个固定地点观察

可以得到静态景观 , 静态景观具有画面美。观察者以运动的方式观察则可以看到由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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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所构成的连续景观 , 动态景观具有韵律美。人们对空间景观的感受与人们的运动速度

(步行、乘车) 有关 ,高速行进中的人只能把握物体的外形与色彩 ,步行者则可观察到一些形

体、色彩、质感细节。

3 城市景观的基本特性

3. 1 复合性
城市中既有自然景观又有人工景观 ,既有静态的硬体设施又有动态的软体活动 ,城市景

观表现为各要素的交织与并演。城市景观艺术是一门时空的艺术 , 它随着观察者在空间中

的移动而呈现出一幅幅连续的画面。城市整体景观由各个局部景观叠合而成。

3. 2 历时性
城市是历史的积淀 ,每个城市都有其自身的产生、发展过程 ,它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

建设与改造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产生风貌。城市景观只是一个过程 ,没有最终结果。城市景

观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化。

3. 3 地方性
每个城市都有其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 ,有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 ,以及在长期的实践中形

成的特有的建筑形式与风格 , 加上当地居民的素质及所从事的各项活动构成了一个城市特

有的景观。

4 城市景观规划设计

城市景观规划设计是以城市中的自然要素与人工要素的协调配合 , 以满足人们的活动

要求、创造具有地方特色与时代特色的空间环境为目的的工作过程。其工作领域覆盖到从

宏观城市整体环境规划到微观的细部环境设计的全过程 ,一般分为城市总体景观、城市区域

景观与城市局部景观等三个层次。城市景观规划设计是对城市空间视觉环境的保护、控制

与创造 ,它和城市规划 (总体规划、分区规划等) 、城市设计、建筑设计、景观建筑设计有着密

切的关系 ,它们之间互相渗透 ,互为补充。

城市规划是对城市土地所作的平面使用计划 , 其道路系统的组织与用地安排对城市景

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 因而在做城市规划时就应该考虑到景观问题。城市景观规划则是就

土地立体使用并考虑各局部与整体造型所做的规划。城市景观规划首先必须对当地城市景

观资源进行调查 (查阅资料、拍照、问卷等方式) ,通过视觉的分析评价 ,明确现存景观的价值

和形态特征以及各种潜力和限制因素 ,确定城市的主要景点及观景点并对其进行分级 ,然后

作出景观风貌规划分区 ,一般可将城市分为主要景观区、传统特色区、重要沿街景观区、自然

风景区、一般景观区与景观协调区等 ,再针对不同性质的景观区域 ,制定相应的改善、保护、

整备计划 ,诸如建筑形式及高度的控制 ,城市天际线控制 ,空间视觉走廊的控制 ,建筑容积率

和覆盖率的控制 ,建筑材料和色彩的控制 ,街道的比例以及各种环境设施的配置等。城市景

观规划为城市景观设计提供了设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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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是实现城市规划的设计 ,是在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 ,对以人为主体的城市形体

环境中各项物质要素所做的综合环境设计 , 是连接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纽带。城市景观

设计是实现城市景观规划的设计 ,与城市设计是相互依存的 ,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城市设计

侧重于功能、空间的研究而带有景观内涵 ,而城市景观设计侧重于城市景观的研究而带有功

能、规划的内容。城市景观设计著意于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并举 ,同时注重空间中人们的

活动。其设计成果表现为图纸与模型。随着电脑三维模拟技术应用 ,现在人们可以从不同的

视点以动态的方式来观察城市空间形态 , 这有助于设计者在实体建成前了解将来对环境的

实际感受从而更好的把握景观关系。

建筑设计是根据具体的功能要求在一特定地段上所作的空间、形体与环境设计 , 其形

式、尺度、色彩与质地对该地段内的环境景观构成影响。单体建筑设计应服从城市整体景观

要求 ,综合考虑周边环境因素以及人们观察建筑时的视点、视角等因素进行建筑体形及立面

(包括第五立面 - 屋顶)的设计 ,以推进城市整体景观的形成。

景观建筑 (landscape architecture) 设计主要是对城市外部空间、地面以及所有环境设施的

设计 ,是城市景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环境景观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景观建筑设计的

要素可分为 :眺望、散步道、标志、历史文物、水边、小品、中心公园、路标、花园道、水、街景、艺

术品、商业街、立面、广场、街角、照明、林荫道、广告等主题。

城市景观的形成除了需要良好的规划设计外 , 还需要通过严格的管理以保证其具体实

施。在城市景观规划管理方面 ,我国滨海城市威海的成功经验值得其它城市借鉴。威海市

对城市建设有严格的管理细则 ,根据城市的不同区域 ,对建筑物的高度、造型、色彩及材质均

作有限定 ,对每一幢建筑物的设计、装修、以及兴建后对城市景观的影响 ,规划部门都在规划

设计阶段作了调查研究。当然其管理细则也为建筑师的创作留有余地。由于对城市景观综

合效果的重视 ,因而取得了较高的城市整体环境艺术质量。

5 城市景观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

5. 1 以人为本 体现博爱
“环境设计的最终目的是应用社会、经济、艺术、科技、政治等综合手段 ,来满足人在城市

环境中的存在与发展需求。它使城市环境充分容纳人们的各种活动 , 而更重要的是使处于

该环境中的人感受到人类的高度气质 ,在美好而愉快的生活中鼓励人们的博爱和进取精神”

(于正伦著《城市环境艺术》, P. 7) 。人是城市空间的主体 ,任何空间环境设计都应以人的需

求为出发点 ,体现出对人的关怀 ,根据婴幼儿、青少年、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行为心理特

点创造出满足其各自需要的空间 ,如运动场地 ,交往空间 ,无障碍通道等。时代在进步 ,人们

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也在随着发生变化 ,城市景观设计应适应变化的需求。

5. 2 尊重自然 和谐共存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其地形地貌、河流湖泊、绿化植被等要素构成

城市的宝贵景观资源 , 尊重并强化城市的自然景观特征 , 使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 ,

有助于城市特色的创造。古代人们利用风水学说在城址选择 , 房屋建造 , 使人与自然达成

“天人合一”的境界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参考榜样。今天在钢筋混凝土森林林立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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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积极组织和引入自然景观要素 ,不仅对达成城市生态平衡 ,维持城市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同时以其自然的柔性特征“软化”城市的硬体空间 ,为城市景观注入生气与活力。由著

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的山水城市构想反映了城市中的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渴求。

5. 3 延续历史 开创未来
城市建设大多是在原有基础上所作的更新改造 , 今天的建设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

梁。对于具有历史价值、纪念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景物 ,要有意识地挖掘、利用和维护保存 ,以

使历代所经营的城市空间及景观得以连贯。同时应用现代科技成果 , 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

与时代特色的城市空间环境 ,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

5. 4 协调统一 多元变化
城市美体现在整体的和谐与统一之中。古人云 :“倾国宜通体 ,谁来独赏眉”说明了整体

美的重要性。漂亮的建筑的集合不一定能组成一座美的城市 , 而一群普通的建筑却可能生

产一座景观优美的城市 , 意大利的中世纪城市即是最好的例证。城市景观艺术是一种群体

关系的艺术 ,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只是整体环境的一部分 ,只有相互协调配合才能形成一

个统一的整体。如果把城市比作一首交响乐 ,每一位城市建设者比作一位乐队演奏者 ,那么

需要在统一的指挥下 ,才能奏出和谐的乐章。

城市美同时反映在丰富的变化之中。根据行为心理学的研究 , 人的大脑需要一定复杂

程度的刺激 ,过多的刺激容易使人疲惫 ,单调的景物又使人乏味 ,这就需要城市景观既统一

而又富有变化。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筑的形式、尺度、色彩、质地的变化区分主次建筑 ,另一方

面可以通过空间序列的组织 ,营造出空间大小、开合的变化 ,形成光影的明暗对比 ,构成有起

伏、转承、高潮的空间环境景观。

未来将是高度重视环境质量的时代 , 环境艺术必将走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创造一个

具有高度文化特色、充满艺术魅力的城市艺术景观是每一个城市建设者的职责 ,同时这个目

标需要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 ,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建设才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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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lysing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typology of urban landscape ,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contents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urban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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